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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I性评价，提升历史赅的素养

• *省常熟中冬蕾

发展性评价指的是根据素质教育目标,运用发展性的评价技术和方法，对 

学生的素质发展进行评价，促使学生不断地认识自我、发展自我、超越自我，让 

学生获得沉淀和发展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。笔者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尝试采用 

各种方法进行发展性评价,关注学生的发展,强调评价的民主性和人性化,促使 

学生全面地提升历史核心素养。

一、档案法，积极记录

在开展发展性评价的过程中,我鼓励学生利用档案袋，将自己的作品收集 

起来,同时附上教师、同学和自己的评语。通过这种积极记录的方式,学生能提 

升自己的历史学习能力。我在要求学生建立档案袋的时候，让他们按照自主学 

习的内容确定档案的内容，并自主管理档案。

例如,在教学《辛亥革命》时，我要求学生先观察一下自己记录的档案，看看 

自己在之前的学习中存在怎样的问题，并思考在此后的学习中要怎样解决这些 

问题。有学生从档案袋中发现了自己在学习过《鸦片战争》后，认为三元里人民 

的抗英斗争反映了民众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。但后来收集的史料中介绍 

英军在当地的奸淫掳掠行为是抗英斗争的宜接导火线。此外，英军士兵还掀开 

了死去村民的棺椁，因此，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是一场因“保家”而起，同时客 

观上起到“卫国”作用的运动。由此可见，不能单凭主观臆断，要全面、多角度地 

收集史料,才能给出相关史论。在教学《辛亥革命》时，我提出让学生自主探究 

辛亥革命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，这同样需要学生收集大量的史料。在运用史料 

时，一定要注意史料的质和量，全面地多角度地运用史料得出史论。利用档案 

袋,学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并在接下来的学习中避免了此类问题的出现, 

获得了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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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档案袋中，学生也可以把每次练习和考试中的错题，以及每次考试后写 

的小结收集好，对自己有一个连续和完整的认识。我尝试让学生在一个阶段的 

活动后积极阅读自己的档案，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同时，也看到自己的进步, 

这样学生就会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。

二、 观察法，点拨行为

观察法也是发展性评价中常用的方法,通过有目的、有计划地观察学生的 

学习活动，并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评价。在观察时,要采取自然观察、选择观 

察和试验观察等几种不同的观察方法，记录时不仅要记录学生掌握了哪些知识 

和技能，还要记录学生的情感和态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 

行点拨，促使学生积极展开问题探究,参与到交流和表达中，提升自己的历史核 

心素养。

例如,在教学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》时,我鼓励学生进行问 

题探究,以“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不同类别的参与国产生了双重影响”为题写篇小 

论文。我鼓励学生自主思考问题，并在学生展开历史分析的过程中采用观察法 

了解学生的活动情况。我不仅在观察中了解学生的活动情况，同时，在他们完 

成小论文的前提下，也让他们进行相互观察,并进行评价。有学生在观察中发 

现:“虽然有的同学观点明确，但是在展开论述的过程中，没有区分国家类别，没 

有区分角度，论据不够充分。”由此，我鼓励学生要整体思考，辩证地多角度地论 

证观点。这样，就促使学生在观察他人的同时认识到论证观点的方式方法,提 

升史学素养。

在观察的过程中,我设计了记录表格，不仅自己观察学生的活动，同时也鼓 

励学生进行相互观察和自我观察，并将观察结果记录下来。这样,能让学生了 

解到考核的重点是什么，也能让学生注意到自己在活动中的表现怎样。在观察 

结束后，我鼓励学生将观察表格收录到档案袋中，进行归纳和总结。

三、 活动法，发展个性

在高中历史教学中,我常常组织学生参与到有趣的历史活动中，通过这些 

活动能看到学生的个性发展情况，同时，也有助于开展发展性评价。我要求学 

生积极参加知识竞赛、制作历史表格、开展历史观察、参与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并 

在学生展开活动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运用掌握的历史知识进行分析，解决在活动 

中遇到的问题,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。

例如,在教学《抗日战争》时,我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活动目标,要求全体学 



号峥 处立滋//2020.10

生了解抗战的起因、发展和结果。然后，提前布置历史教学任务,要求学生在休 

息日游览沙家浜景区时参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，了解常熟地区抗战的史 

事。在课堂教学中，同学们踊跃发言。能力较强的同学通过对常熟人民在中国 

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的抗日武装“民抗”和“新六梯团”抗战史事的了解,分析抗 

战取得胜利的原因。课后还有学生对抗战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自主编写 

了抗日战争的纪念报，回顾了抗日战争的情况，并展现了今人对历史的思考。 

对于学生这样的作品，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，并鼓励学生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创 

造才华。

在进行活动评价的过程中,我首先设定了活动目标和相关标准，其次，考虑 

学生的基本情况,根据学情设定不同的标准。对于能力较弱的学生，我以鼓励 

为主,主要引导他们提升历史学习兴趣，主动运用学到的历史知识解决问题;对 

于能力较强的学生，我则主要考验其能否在活动中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创意, 

能否起到团队带头作用。

四、自评法，了解自我

在发展性评价中,我还积极鼓励学生展开自我评价,鼓励学生将自我评价 

看成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并采用一系列的检查表标注自己的进 

步，展现自己的成果,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。在自评的过程中，我还鼓励学生围 

绕自己的自主学习思考问题，让学生更清晰地发现自己的成长情况。

例如,在教学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》时,我鼓励学生自主展开学 

习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有学生提出疑惑: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拓宽了列强在中国 

资本输出的途径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。为什么民族资本主义却在甲午 

战后得到初步发展,这不矛盾吗？通过教师的答疑解惑后,学生认识到运用辩 

证法分析历史事件的重要性。据此,我要求学生尝试设计一张自评表格,在表 

格中记录下自己的学习目标是什么、自己收集到哪些历史信息、自己的困惑是 

什么，由此掌握了学习历史的方法。利用自评法,学生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目 

标，控制好学习的进程，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，从而提升历史核心素养。

发展性评价具有评价内容综合化,评价方式多样化,评价主体多元化的特 

点，比较关注学生的发展过程。我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尝试利用具有指向性、发 

展性、递进性、多元性、过程性的评价，促使学生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评价方式的 

引导下更积极地展开高中历史的学习。在这样的学习中,学生不仅提升了历史 

学习的兴趣，更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,从而提升了历史核心素养。


